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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接地是最古老的电气安全措施。所谓接地，就是把设备的某一部分通过
接地装置同大地紧密连接起来，即设备的某一部分与土壤间作良好的电气连
接。到目前为止，接地仍然是应用最广泛的电气安全措施之一。接地是防止
人身受到电击，保障电力系统正常运行，保护线路和设备免遭损坏，预防电
气火灾，防止雷击和防止静电危害的基本措施；接地技术是任何电子、电气
设备系统都必须采用的重要技术，是控制电磁干扰，保证设备电磁兼容性，
提高可靠性的重要技术措施。电气接地是电气安全技术工作之一。接地是否
合理，不仅影响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而且关系到人身安全。因此，正确地
选择接地方式及安装方法，也是电气工作的任务。在电子、电气设备的安装
施工中，接地技术是电工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本书对电力系统、工
厂、通信、交通、医疗设备及建筑物等电气接地的设计、施工安装、运行维
护等方面，进行详细而全面地阐述。本书内容丰富，贴近实践，针对性强，
涉及面广。

深入研究接地工程后可以发现，接地技术虽不是一门精密的科学，但其
理论和实践并重且不易掌握。因为接地体的几何形状比较复杂，对地面下的
地层结构，也没有必要为了接地的技术要求而花费太大的代价做详尽的了
解。人体触电时，造成电击伤害的原因也比较多。在使用 “导线—大地”回
路测量接地电阻时，交流电在地中的分布范围可能相当大，在这种情况下，
磁场的作用达到不能忽略的程度，足以影响地中电流的分布，地中电流受到
的阻力，除了原来的接地电阻外，需要再加上一个与频率等有关的阻抗分
量。由于地的层状或剖面结构，都会影响地中电流的分布，即使被测接地体
和电流极间的距离为一定值，对于以相同的距离、不同的方向测量出的接地
电阻值也不相同。倘若在地中电流通过的范围内，存在一个可被极化的矿
体，地的视电阻率就不是常数，而是随电流频率的增加而减小，随频率的减
少而增加，因而测量出的接地电阻随频率而变化。这些测量中的异常现象，
常常造成测量结果和理论计算不完全符合。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应当避免两
种极端：一种是只考虑理论上的完备，而使接地计算相当繁琐，脱离接地工
程实践的需要；另一种是只简单地规定一个接地电阻值作为保护接地的标



准，而忽视对地面电位分布的研究和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常规避雷针防雷也好，离子发生器防雷也好，这些都是1752年美国人

富兰克林发明避雷针以后的产物，它们有科学的依据，但并不是百分之百的
可靠。而中国古代建筑，如一些千年古塔和各地的大雄宝殿等古建筑物，看
上去既无避雷针，也无离子化装置，缘何它们保存至今而没受到雷击呢？ 这
绝非偶然，而是因为这些古建筑上有一定的能防止雷击的装置，只不过是这
些防雷装置在能工巧匠手中已相当艺术化。古建筑的防雷设施，从外观形式
来看，以北京通州塔的结构最为完整：塔顶有金属刹，刹的根部有铁索连
接，铁索又入水井中。按常规的观点来看，接闪器、接地线、接地装置都有
了。青海的塔尔寺和拉萨的布达拉宫，其屋顶都是金顶，在铜瓦鎏金的屋面
又有众多的金宝瓶，用常规防雷规范来衡量，整个金属屋面完全可以做接闪
器；金宝瓶连接在屋面上更是特定的接闪器。用现今离子防雷的观点来看，
这么好的金属屋面，又有金宝瓶，根本不会遭雷击，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盘形
离子发生器。山西应县木塔，塔顶有金属刹，刹根连有8根铁链，游人在下
面根本看不见，……不让人看见，这说明8根铁链根本不是什么装饰品；按
现在的观点看来，这8根铁链是很典型的 “伞状离子发生器”，它是 “法拉
第笼”的上盖。这就说明应县木塔能从古保存至今而未遭雷击不是没有道理
的。由此可见，古建筑不是没有防雷设施，而是非但有并且相当艺术化，而
且还是卓有成效的。千年古塔、古楼不受雷击，这说明古建筑防雷自有一套
体系，说明人们还有向古技术、古工艺认真学习的必要。如果从事建筑电气
工作的同仁们，能仔细观察一下古建筑顶部结构，能像研究中医医术那样，
对中国古建筑防雷系统认真研究消化，使中国的古代防雷体系与机理得到肯
定和进一步深化，让我国古代建筑防雷艺术在世界范围内发扬光大，这将是
炎黄子孙为人类作出的又一贡献。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人类的科学文化知识需要书籍来传播，接地技
术的发展也需要相应科技书籍为其架桥铺路。本书具有 《电工绝活》系列书
的共同特点：系统学习看全书，重点参考查目录。书前目录中4章共10节
标题，便是该书内容提要：常用名词术语，电力网接地制式；接地装置的安
装，接地电阻的估算和实测，改善土壤电阻率较高的措施和方法；电气设备
的接地和接零，特殊场所的设备接地和接零；雷电和静电的危害及预防，防
雷接地，防静电接地。全书均以独立且完整的小短文形式编写，301小节标
题，便是电气接地技术的具体概念、经验、方法、技巧或 “绝活”。例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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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 “接地和接零的基本概念”中小节标题 “工作接地”，“保护接地”，“重
复接地”，“共同接地”等，都是接地工程中的行话。不懂本行业中专用词
语，焉能成为行家里手。又如第二章 “接地装置”中小节标题 “用电流表—
电压表法测量接地电阻”，“用电流表—电力表法测量接地电阻”，“用三点法
测量接地电阻”等，都是现场测量接地体的有效方法。读者可随时方便地找
到所急需学习或参考的资料，迅速达到开卷有所求、闭卷有所获的目的。书
中有许多经实践检验的经验，看看读读定会获得不少接地知识，开阔眼界，
受益匪浅。

在编写本书时，引用了众多电工师傅和电气工作者所提供的成功经验和
资料，谨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加之编写
时间仓促，书中缺点、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甄国涌 商福恭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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